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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文库·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：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》从跨文化
传播的角度，通过对林语堂英文著译作品的动态考察，深入探讨了其跨文化传播中国智慧的历史文化
语境、传播动因与内容、著译思想与策略，以及传播与接受效果等相关问题，从而全面阐释了林语堂
的翻译观、语言观、文化观、美学观和文艺观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，提出了中国文化跨语际传播的“
林语堂模式”，进而揭示了林语堂著译活动的当代价值。
同时，这是翻译研究从认识论到方法论，从本体论、过程论到效果论的一次尝试与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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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冯智强，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，博士、博士后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员，国
际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主要从事英汉对比与翻译以及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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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《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文库·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：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》主要通过
对林语堂英文著译的研究，探讨林语堂跨文化传播中国智慧的动因、内容、策略以及接受效果，以期
在当代语境下为中国文化的跨语际传播提供可兹借鉴的范例，同时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反观和考察林
语堂的著译思想与行为，二者的互动与关联，以及编、译、创之间的会通与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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